
“云影院”能否成为“艺术院线”的另类新常态
■本报记者 柳青

影院不开门的日子里， 为了过点 “聚众看

片” 的瘾头， 少则二三百， 多则上千的影迷约

定于同一个时段在同一个流媒体平台观看同一

部电影； 电影放完， 主创被拉进几百人的微信

群， 群聊现场成了映后谈； 以及， 越来越多的

影片版权方与视频平台和专业策展机构合作 ，

给现有的片源分门别类、 合并同类项， 参考各

大剧院 “定时限时放送剧目视频” 的模式， 做

起线上影展……

“云影厅” “云沙龙” “云影展” 的初衷

是为应对疫情时期的替代方案， 由于影院复工

牵扯诸多不确定因素， “云观影” 从非常态的

权宜之计逐渐变成一种新常态。 从私人的 “网

上看电影” 到赛博社群化的 “云观影 ”， 诚然

是制造一种苦中作乐的仪式感 ； 可是 ， 创作

者、 观众、 版权拥有者和策展方等， 不同人群

在分享与交流的过程中， 实质完成了对流媒体

平台内容的再发现。 疫情制造了社交隔离， 但

“在线” 又突破了影院物理空间的局限和排片

时段约束， 线上资源最终在线上空间实现尽可

能优化的分享———正是这一点 ， 让 “云观影 ”

成为值得延续的新常态， 它可以成为商业院线

和影展之外的一种重要补充。

在数据海里打捞遗珠

今年立春那天， “和观映像” 最先尝试起

“云放映厅”， 选择的片目是曾入围圣丹斯和柏

林影展的 《小大人》。 “云放映 ” 操作流程不

复杂， 更像是个约定或召集令， 有兴趣的观众

能在特定的时间段、 特定的平台看完全片， 免

费的， 视频链接地址即是 “影厅入口 ”。 影片

映前播放导演阐述和嘉宾导赏， 映后一大群影

迷被拉在一个微信群里交流感受。 第一场放映

的映后群里来了 50 多个观众， 讨论异常热烈。

于是， “云放映” 的形式确定下来， 后一场放

《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下午两点的时间段 ，

“影厅 ” 里同时在线的人数竟然过千 。 此后 ，

固定在特定时段的 “云放映” 每场能聚拢平均

三五百的人气。

“和观映像 ” 的日常主业并不是电影展

映， 而是影片版权交易。 大多数观众也许不了

解， 在上海、 北京和平遥电影节场合一票难求

的经典修复片或展映新片， 其中有大量通过正

规版权交易的流程， 被国内流媒体平台购入 。

在线观看这些影片的费用相当低廉， 每部影片

花费在 3 到 6 元不等，有些甚至是免费的。 因为

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有许多人苦恼于无法赶赴

电影节现场、 或抢票苦手而与想看的电影失之

交臂，另一方面，大量正规引进后的影片被淹没

在流媒体的大数据汪洋里。 仅以“和观映像”一

家为例， 在近四年的时间里引进 125 部电影版

权， 其中大量是在圣丹斯影展和欧洲三大影展

引发过关注或争议的话题级作品， 更有来自中

亚南亚、拉美和非洲这些“全球南方”，尝试打破

欧洲白人视野局限和话语垄断的作品， 但这些

影片在视频平台上线后，有近一半仍乏人问津，

在豆瓣上因为观看人数太少而没有评分。 版权

方痛心于“酒香巷子深”的状态，通过和高校或

美术馆合作组织“学术放映”的方式，把一部分

电影“推”到观众面前，但这类放映的场次和可

容纳的观众数仍是有限的。

疫情中断了日常的 “推广式 ” “普及式 ”

的小规模放映， 然而在把实体影厅转移到线上

时， 版权方开始意识到， 媒介就是现实， 在线

上流通的资源要在线上的场域突破用户圈层 。

部分影迷喜欢强调大银幕观影的视听体验和

“仪式感 ”， 但这份仪式感意味着一种地域特

权： 在外语片配额有限且艺术院线并不发达的

大环境下， 只有一二线城市的影展场合能实现

“看大银幕上的小众影片”； 甚至， 只有北京和

上海能做到大型影展与中小型专题影展互补组

合的配置， 满足影迷 “周周有影展， 艺术电影

看不停” ———即便如此， 这两个城市的观众仍

不免在影展开票时哭诉手慢抢不到。 这就意味

着， 对大部分影迷和对 “别样的电影” 有着好

奇心的新生代观众而言， 能多快好省看到多样

化电影的途径恰恰是在线上， 而非影院。 被疫

情 “逼” 出来的云放映， 歪打正着地对现有的

线上片源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开掘和再发

现———普通观众面对庞杂的片目资源， 很可能

是茫然的， 在这样的境况下， 有明确节目策划

意识的云影院和云影展提供的片单， 既是在大

数据的海洋里打捞遗珠， 也让观众得到一份按

图索骥的选片指南。

优质内容不必计较流媒
体和大银幕的形式之争

脱离物理空间限制的 “云放映” 和 “云映

后谈” 有着直观的优势。

日本女演员树木希林在去世前夕的两部作

品 《日日是好日》 和 《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 》

曾在北京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过 ， 200

人左右的影厅即便加场也供不应求。 这两部影

片在 “云放映 ” 时 ， 同时在线的人数保持在

1000 人以上， “映后谈” 则是加满了 3 个微信

群 （约 600 人）。 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

的 “科幻矩阵” 专题线上影展中， 直播间的总

流量达到 26 万人次 。 这些在实体的影展和影

院里是无法操作的。

至于 “映后谈” 的环节， 在常态下经常成

了鸡肋， 受困于时间捉襟见肘、 提问质量参差

不齐和主创/嘉宾三言两语词不达意。 反而在线

上群聊的情境里， 这些尴尬被化解———群聊以

沙龙的氛围取代随机的一对一尬问尬聊 ， 以

及， 免除了面对面的压力和时间束缚后， 主创

能够对着 “看不见的陌生人” 进入推心置腹的

深度交流 。 比如 《春潮 》 的映后 “云沙龙 ”，

导演杨荔钠用了近两小时分享这部作品怎样在

漫长的周期里占据了她的人生。

更进一步， 在很现实的层面 ， “云沙龙 ”

极大地降低了主创与观众交流的成本， 视频连

线取代了路演奔波， 减缩时间和经费成本。 以

尤伦斯艺术中心在端午假期策划的 “云上戛

纳： 梦境之旅” 影展为例， 四场嘉宾主题交流

生动演示两个半球不同时区的创作者们 “天涯

共此时”， 其中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空降直播间

最受影迷欢迎。

即便没有疫情带来的剧变， 电影业内部也

在接受行业结构的转变并形成新的共识： 优质

的内容不必要在流媒体和大银幕之间做非此即

彼的选择。 在巴黎、 伦敦、 柏林和东京这些公

认艺术院线系统非常成熟的城市， 非连锁的小

规模艺术影院普遍面临观众固定化和老龄化的

困境 。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次学术会议期

间 ， 一位日本的电影学者很坦率地和同行分

享， 由于排片时间段和影院地理位置这些客观

因素的限制， 日本的艺术影院正在成为社区中

的老年社交场所。

观众在迭代 ， 新一代的观众因为 “宅 ”、

因为 “社恐”、 因为时间碎片化 ， 更愿意也更

容易在线缔结社群， 那么， 追求电影多样化 、

多元化的艺术院线， 完全可以延伸到流媒体 。

在这个意义上， 云上的影院和影展是常规影展

的替补 ， 也不妨是新形态的 、 抵达面更广的

“艺术院线”。

相关链接

由厂房仓库、货栈码头
改造的网红地标

■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家公立当
代艺术博物馆， 总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其
中展厅面积 1.5 万平方米， 内部最高悬挑 45

米，高达 165 米的烟囱既是上海的城市地标也
是一个特别的展览空间。 它由原南市发电厂主
厂房改造而来， 见证了上海从工业到信息时代
的城市变迁，也挥别了对能源无度攫取的过去。

■ 1933 老场坊： 这个在英国设计师巴尔
弗斯雕琢下将建筑工艺与工业生产工艺完美结
合的现代化宰牲场， 曾经每天要宰杀 500 头
羊、 300 头牛和 100 头牛犊， 生产 130 多吨
各类品质上乘的肉食， 关系着上海全市人口的
肉类供应。 如今， 这栋充满古罗马巴西利卡式
风格的建筑早已华丽转身为融时尚发布、 创意
设计、 品牌定制、 文化求知、 创意休闲为一体
的创意生活体验中心。

■ 船厂 1862： 1862， 这是昔日的船厂名
字， 也是船厂的建成之年。 2005 年， 船厂整
体搬离， 其中船台原址和最靠近黄浦江的上海
船厂造机车间作为历史遗迹留存下来。 在日本
设计师隈研吾的设计改造下， 船厂 1862 最终
形成一个 26000 平方米的时尚艺术商业中心，

其中涵盖了约 16000 平方米的沉浸式艺术商
业空间以及 800 座的中型艺术剧院 “1862 时
尚艺术中心”。 华丽升级后的船厂先后举办多
场高端、 有艺术格调的活动、 演出以及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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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上海制皂厂改建

的皂梦空间。

（杨浦区新闻办供图）

③1933 老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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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文化基因，上海越来越多的
工业遗存正在变身时尚人文空间

上海已列入优秀历史建筑的老厂房 50 多处，正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一处处独特的都市景观———

■本报记者 汪荔诚

杨浦滨江新晋网红打卡点 “皂梦空间”，色

彩缤纷的泡泡出现在不少人周末朋友圈的晒图

中，原来上海制皂厂升级为体验中心，保留了97

年历史的上海制皂厂原有品牌文脉， 也给滨江

再添上了一抹瑰丽梦幻的颜色。

近年来，电站辅机厂、新一棉、杨树浦煤气

厂、 杨树浦发电厂等活化了的工业遗存锈迹褪

尽，秀色显现。 工业遗存是上海重要的经济来源

和历史的骄傲，据统计，上海列入优秀历史建筑

的老厂房有50多处，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工

业遗存华丽转型， 成为一处处独具匠心的都市

景观 ， 激发出与城市底蕴丝丝入扣的独特魅

力———既在保留历史，也在创造未来。

工业遗存“蝶变”，保留企业
原有文化方能与大众建立情感
联系

老厂房的历史承载着不同年代人们的情感

记忆。 工业遗存的价值再生，不仅在于其在文化

艺术改造后带来的商业、观光效益，更在于与身

处这座城市的大众建立起的深刻情感联系。 那

么如何建立人们和工业遗存之间的情感联系？

城市更新设计专家、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

长魏劭农表示， 首先需要梳理工业遗存的文化

基因，考虑文化的可持续。

上海制皂厂升级的皂梦空间， 充分尊重了

大众对工业遗存建立的情感。 这个蜂花檀香皂、

上海香皂、裕华硼酸浴皂的诞生地，装满了老一

代市民的青春记忆。 如今，走进皂梦空间馆内，

一堵镶满各种肥皂模型的肥皂墙、 变身艺术装

置的制皂用的反应池、 以圆形管道连接的馆内

空间都足以唤醒人们对于制皂厂的点滴记忆。

厂区前方还添置了模仿制皂厂的机械以及泡泡

的模样， 让原本冰冷的工业风增添了别样的风

情。 制皂厂的生产车间里的次氯酸钠池和生物

转盘池等空间还改造成“白七咖啡厅”，出售肥

皂造型的蛋糕。

将老厂房的记忆留存， 并非上海制皂厂首

创。 在这之前，上海第八棉纺织厂和第十七棉纺

织厂也在改建的过程中留存下了弥足珍贵的记

忆。 前者改建成的半岛1919是上海具有时尚元

素的国际创意园，影视传媒、网游动漫制作、艺

术培训机构、艺术家工作室、创意体验中心等一

系列文化产业项目都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同时，

创意园中还保留了棉纺织厂的一些原有元素，

如纺织机、传送轨道和钟楼等，以此记录中国民

族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

有着老建筑独有风格的第十七棉纺织厂如

今改建成了上海乃至全国设施最完备、配套最齐

全的专业秀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将纺织文

化和时尚元素结合得天衣无缝。可同时容纳800名

观众观看时装秀的多功能秀场，可同时供300名模

特、 工作人员化妆候场的后台……改建后的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成为世界顶级品牌发布的首选地，

也是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时装周的主场。

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设计师、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主任章明指出，老

厂房的情感记忆和所在场所密不可分，这些老厂

房将可以反映其本身特点的痕迹保留下来，传承

了企业原有文化，“杨树浦发电厂的很多老旧设

施被拆除后仍被放在改建后的厂房中发挥新的

作用，例如泵坑成为照明系统的支撑物。 ”

融入周边环境的痕迹和场
地肌理，方能塑造美丽街区

一方街头绿地、一丛精致花园、路面的拼色

人行道板……漫步这样的环境之中，总让人感觉

心旷神怡。 人在公共空间的情感，和周边环境密

不可分。 工业遗存改建，说到底是为城市、为市民

服务，对此，章明指出，老厂房改建，需要考虑“在

地性”，每一栋房子都有其存在的场所，不仅要针

对工业遗址本身进行改造，还要将周边的环境共

同提升。 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魏劭农也表

示，工业遗存在改造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和周边

环境之间的关系。

昔日的杨浦滨江南段， 占据了江边40米宽

100多米长地带且已废弃的烟草公司机修仓库外

形方方正正，带形高窗、瓷砖贴面，不但在视觉上

阻断了城市与滨江的联系，也阻断了这个区域规

划新增道路的通行。章明团队在项目改造设计过

程中，并非只聚焦仓库本身，而是考虑到长达5.5

公里的杨浦滨江整体的情况———采用削减的方

式，将仓库的体量中心掏空并设置了双螺旋的景

观盘梯，整个双螺旋楼梯通过清晰可读的建构方

式，形成框架体系中竖向的漫游线索，连接五层

各自向南北两头悬挑、伸出8米的环形游廊，这样

一来，城市、江岸、游人、航船、水浪、风雨、晨昏都

组织到景观体系之中。

如今改造后的仓库脱胎换骨成集市政基础

设施、公共绿地和公共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滨

江综合体———绿之丘。建筑中庭楼板进行了栅格

网处理， 梯级状绿化平台拥有最为充足的日照，

保证各类植物茁壮成长。绿之丘在设计上通过垂

直划分道路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置立体绿化

等手段，打通了城市与滨江的阻隔，人们可以在

这里自由地穿梭和漫步。

“工业遗址周边环境会有很多历史痕迹和场

地肌理，和建筑本身息息相关，”章明表示，老厂

房的保留并非“孤立地保留”，而是和周边环境一

起再造。改建后的绿之丘不仅是“对历史、环境和

行为的回应，也是对于生态的回应”。

新中国第一支股票的诞生地———武夷路上

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老厂房即将变身为16000平

方米的艺术文化中心。 1984年在武夷路174号正

式开业的飞乐音响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

分行证券部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10000股， 成为

“新中国第一股”。 如今，武夷路的飞乐音响公司

的老厂房地块的最新规划图上，飞乐老厂房结合

部分新建体， 将打造一座多功能文化活动空间，

为周边企业和社区开展体育、 文化项目提供平

台。 有专家建议，改造过程中需要将武夷路一侧

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以及独特的建筑风格考虑

其中，在保护老建筑外观的同时向内部注入新的

功能，同时将开放空间还给城市，提升城市街道

界面的空间品质。


